
财政贴息贷款为医疗新基建“添薪加柴”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拟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 据悉，目前各省市银行反应快速，积极与有关方沟通协作，频频传来签约消息。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财政贴息政策涉及金额较大，将刺激医疗设备采购及更新换代需求，为医疗新基建“添薪加柴”，基层医院诊疗水平有望全面提升。 预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医疗器械将迎来采购高峰期，这也是国际型、平台型、创新型国产医疗设备厂商提升市占率、加速入院的良机。

利好政策频出

近期，医疗设备领域迎来多个重磅利好消息。 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促进消费发挥主拉动作用。 其中，明确提及对医院“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 9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持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扩市场需求、增发展后劲。

9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拟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 开源证券研报显示，相关财政贴息贷款原则上对所有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放开，每家医院贷款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 贷款使用方向包括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等各类医疗设备购置。 国家卫健委原则上对项目申报不予干预，即报即批，由医院与指定银行自行协商贷款方案。

据悉，目前各省市积极响应政策，已开始进行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需求的调查工作。 据开源证券统计，截至9月30日，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已上报约180亿元的设备采购需求，医疗设备领域全国贴息总规模有望达数千亿元。 截至10月11日，各省市公开的已落地贴息金额约为191.55亿元。 此外，江西省卫健委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签约项目241个，签约贷款金额156.28亿元，签约项目数量和签约贷款金额均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前列。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共同编制的《“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强调，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与保障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引入财政贴息贷款支持医疗设备更新改造将成为进一步推进医疗新基建的重要一环。

采购需求有望快速释放

开源证券表示，本次贴息贷款使用方向包括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等各类医疗设备购置，覆盖高校、职业院校、医院、中小微企业等九大领域，覆盖方向和领域较为全面，涉及医疗设备生产制造的相关上市公司有望在短期内受益。

开源证券建议重点关注三大方向：可快速实现回款，采购符合医院发展方向的高价值、高营收的中大型设备；符合等级医院提升需求，与服务功能相匹配的相关设备；顶级三甲医院或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对超高端设备采购的需求。 受益标的为中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如超声、CT、核磁、PET-CT等器械厂家；监护仪、麻醉机等生命信息与支持设备相关厂家；国产内镜优质企业；实验室科研设备厂家等。

据悉，利好政策发布之后，各大国产医疗器械厂商反应迅速，相继发布针对政府贴息支持医疗新基建改造项目的整体解决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仅 IVD（体外诊断）企业就有10余家。

迈瑞医疗10月10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贴息贷款将成为医疗设备采购的重要资金来源。 截至目前，全国已上报超过2000亿元的医疗设备贷款需求，预计和公司产品相关的贷款需求将超过200亿元，极大提升了业绩目标达成的确定性。

中泰证券表示，医院或倾向于以贴息贷款满足中大型设备的采购需求，如高端医疗影像、监护仪器等，产品性能领先、品牌口碑力强的头部国产企业有望率先迎来采购契机。 未来1至2年，国内医疗设备采购需求有望快速释放，带动相关标的业绩实现加速增长。 本次财政贴息支持医疗设备采购政策是国内医疗新基建的又一重要支撑，有望激发医院采购活力，提高医疗设备国产产品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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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持续涌现

农业机械化加速升级

●本报记者 潘宇静

“深蓝” 号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国

产高性能免耕精量播种机、 农业R150无

人车、山地果园轨道运输机……“三农这

十年———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展”

近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向公众开放，展

示了一系列农业农村领域的硬科技。

据介绍，十八大以来，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由2012年的54.5%提升到2021年

的61.5%， 农业机械化正在向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加快升级。

多种新型农机亮相

“小麦已经开始用无人收割机了！”

“深海养鱼船有250米长！” 近日，在“三

农这十年———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展” 上，金先生带着

孩子们驻足在科技

成就展台前，孩子们

发出了连连赞叹。 金

先生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农业农村

是科技发展的沃土，

农业现代化水平刷

新了自己以往的认

知。 ”

比如，“国信 1

号” 养殖工船总长约

249.9 米 ， 总 重 约

7000吨， 于2022年5

月在青岛交付运营，

首创了“深远海工业

化舱养模式” ，可开展大黄鱼、石斑鱼、

三文鱼等名优鱼种养殖， 年产高品质鱼

类3700吨。

同样是中国远洋渔业标志性船舶的

还有“深蓝” 号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它

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横杆连续泵吸技术，

并安装有全自动速冻平板系统、 高品质

虾粉加工系统以及先进的产品检测、存

储、转运系统。

农业R150无人车是我国首款实现

量产的轻量化、高强度、厘米级农业无人

车平台，搭配双目视觉与雷达成像，实现

全自主安全作业。根据不同农事需求，可

实现精准植保、撒肥播种、智能割草、防

疫消杀等作业。

科技成果转化加快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展会上了解到，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从研发跟踪、 技术追

赶、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自

立自强、创新引领、全面突破转变，实施

了一批公益性行业专项、 转基因重大专

项等，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4.5%

提升到2021年的61.5%。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

心副主任、经管学院教授赵霞称，建立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持续培育和壮大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 增强了产业市场的竞争力。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充分利用5G、 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

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农技推广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相关

数据显示， 全国5万多个基层推广机构

条件明显改善，近50万农技人员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快速

发展，集成推广了40多项重大引领性技

术、2000多项农业主推技术， 建设了

6000多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加快。

种植业方面，我国设施蔬菜规模已

扩大至3000万亩以上，结构装备科技水

平稳步提高，蔬菜生产保供能力显著提

升。 畜牧业方面，大型生猪、蛋鸡、肉鸡

养殖企业在饲料输送、饲喂、环境控制、

粪污处理等关键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

自动化全覆盖。

农业机械总动力显著增长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机生产大

国，能够生产14大类50个小类4000多种

农机产品。 农机装备总量超过2亿台

（套），总动力达到10.78亿千瓦，较2012

年分别增长21.98%和33.11%。 2021年，

全国机耕、机播、机收、机电灌溉、机械植

保等五项作业面积累计达到71.29亿亩，

较2012年增长27.35%。

业内人士表示， 国产农机装备正由

低端为主向中高端迈进， 国产200马力

级动力换挡拖拉机、 无级变速拖拉机已

经量产，高速插秧机、玉米籽粒收获机、

大型喷杆喷雾机等相继打破国外垄断。

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 中央

财政累计安排补贴资金2053.89亿元，支

持2621.49万户农户购置机具3373.84万

台（套）。

场馆内工作人员介绍，2021年全国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2.03%，较

2012年提高近1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化向

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加速升级。

积极响应规则修订

上市公司回购热度攀升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为支持鼓励上市公司实施股份

回购，证监会日前拟对《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进行修订，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市场对此反响积极，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0月16

日至10月17日18时，十多家A股上市

公司披露回购公司股份预案或董事

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公告。

相关人士认为，规则修订有利于

上市公司运用回购等市场化工具维

护公司合理价值；同时，有助于提升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短期有

利于改善市场情绪。

回购数量增多

10月16日至17日18时，十多家A

股上市公司通过公告形式表达了回

购股份意向。 与之相比，上周（10月

10日至14日）， 表达此意向的A股上

市公司数量合计不足5家。

市场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与证监会日前拟修订《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 部分条款有一定关系。

包括优化上市公司回购条件、放宽新

上市公司回购实施条件、进一步明确

回购与再融资交叉时的限制区间及

优化禁止回购窗口期的规定等。

谈及此次修订原因， 证监会表

示，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市场主体需

求多元化，部分股份回购的条件设置

较为严格，实施的便利度不够，股份

回购尚未成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的

长效机制。

中金公司研究部策略分析师、

董事总经理李求索表示，历史经验

显示，上市公司回购及重要股东的

增持行为在公司股价处于偏低位

置时有积极意义。 本次回购制度优

化有助于从制度建设层面增强市

场信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述回

购规则拟修订消息发布当日，雅化集

团、爱康科技、韵达股份三家上市公

司的董事长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均拟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或国家政策法

规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用途。 其中，雅

化集团董事长郑戎提议的回购金额

规模最大，为2亿元至3亿元。

与激励机制相结合

股份回购是国际通行的维护公

司投资价值、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丰

富投资者回报机制的重要手段，是资

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上市

公司也倾向于把回购与公司激励机

制有机结合。

实践来看，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

完善长效激励机制，正成为上市公司

加快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

“虽然本次回购规则修订不是针对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但会带来一

些积极影响和作用。 ” 荣正咨询资深

合伙人方攀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因为回购股份绝大部分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减少注册资本

为目的的回购占比很小。

以10月16日表达回购意向的上

市公司为例， 有2家公司选择将本次

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其余公司则考虑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方攀峰表示，随着A股注册制改

革的逐步推进，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

励的数量和节奏都呈现快速提升态

势， 股权激励在资本市场日益常态

化，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

备利器” 。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A股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活跃度持续提升。 李求

索介绍，2018年， 随着股份回购制度

进一步优化， 叠加A股市场处于历史

相对低位，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预案数

量提升至1290次。 2019年至2022年

10月16日，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预案数

量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年均回购预

案数量在1200次以上，期间完成股份

回购共5511次，合计回购金额4056亿

元。其中，2022年以来，截至10月16日

上市公司共回购1510次，涉及上市公

司1100家， 回购金额为1589亿元，回

购金额同比增长85.5%。

财政贴息贷款为医疗新基建“添薪加柴”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

布通知， 拟使用财政贴

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

备。据悉，目前各省市银

行反应快速， 积极与有

关方沟通协作， 频频传

来签约消息。

业内人士表示，此

次财政贴息政策涉及金

额较大， 将刺激医疗设

备采购及更新换代需

求，为医疗新基建“添

薪加柴” ， 基层医院诊

疗水平有望全面提升。

预计今年四季度到明

年， 医疗器械将迎来采

购高峰期， 这也是国际

型、平台型、创新型国产

医疗设备厂商提升市占

率、加速入院的良机。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欧洲需求旺盛

取暖小家电出口激增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彩虹集团股价近期成为市场追逐热

点， 自9月21日以来收获了8个涨停板，

但公司的电热毯在手订单不过133万

元。彩虹集团在二级市场被关注的背后，

是由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取暖小

家电需求明显提升， 中国相关产品的出

口额实现高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 在欧洲能源紧张的

背景下，取暖小家电需求有望持续升温。

出口额攀升

在众多取暖小家电中， 电热毯依靠

低能耗、使用便携等特点，成为欧洲多国

居民今年冬季取暖的一大“利器” 。

从历史数据来看， 电热毯出口存在

显著季节效应， 每年8月至10月为电热

毯出口旺季， 今年7月电热毯出口显著

高于往年，同比增速高达155%。 欧洲消

费者对取暖小家电的需求进入快速上升

期，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关于“电热毯”

“加热器” 的搜索指数自8月中下旬以

来均呈现快速走高趋势， 此前欧洲厂商

进口的我国取暖小家电库存预计将被快

速消耗。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8

月， 中国取暖小家电品类总出口额达

143.7亿元，同比增长21.4%。 其中，向欧

洲（俄罗斯除外）出口额共51.3亿元，同

比增长29.8%。 在取暖小家电品类中，电

热毯的增速最为迅猛。 2022年1月至8

月，我国出口电热毯总额为17.8亿元，同

比增长49%，其中向欧洲国家（除俄罗

斯） 出口电热毯共3.3亿元， 同比增长

78%，同比增速显著高于整体。高增长主

因是需求侧拉动， 能源紧张凸显电热毯

低能耗优势。

取暖小家电出口井喷的局面或将持

续。 据相关媒体报道，9月起电热毯和取

暖器订单出现临时追加现象。 中金公司

预计， 欧洲对我国取暖小家电需求短期

内仍将处于高位。

相关公司积极备货

取暖小家电出口大增的背景下，相

关公司的布局受到市场瞩目。

Euromonitor数据显示，2021年全

球取暖小家电市场规模达67.7亿美元，

2016年至2021年的复合增长率为2.1%，

行业整体增速稳定。 我国取暖小家电品

牌在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2021年

我国取暖小家电市场规模达21.4亿美

元，占全球比例达31.6%。

电热毯行业龙头彩虹集团股价近期

受到市场追捧。 “本轮能源危机引发欧

洲市场对取暖产品需求增长， 鉴于小型

取暖设备低能耗、使用方便的特点，未来

在国内外都将是取暖御寒产品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彩虹集团近期在接受机构调

研时表示，公司产品以国内销售为主，近

年来开始关注国外市场。

多家公司的取暖产品外销显著增

长。 奥佳华旗下品牌Medisana电热毯

在欧洲亚马逊渠道热销，魔镜监测数据

显示，2022年1月至8月， 欧洲亚马逊电

热毯销售榜单中，Medisana排名第五，

市场份额达6.5%。 华凯易佰表示，公司

目前针对欧美市场均有销售冬季取暖

类设备，例如太阳能加热设备、暖风机、

电热毯等，今年以来该类产品销售增速

较快。

在此背景下， 加紧备货成为相关公

司的当务之急。 巨星科技近期在互动易

平台表示， 公司作为全球家居消费品销

售公司， 一直通过欧洲销售渠道销售暖

炉、壁炉、取暖器等产品，满足欧洲居民

的取暖需求。 近期上述产品订单取得较

快增长， 公司正加大备货以满足欧洲居

民需求。

利好政策频出

近期，医疗设备领域迎来多个

重磅利好消息。 9月7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对部分领域设备

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

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促进消

费发挥主拉动作用。 其中，明确提

及对医院“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

增贷款，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 。 9

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专项

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持部分

领域设备更新改造， 扩市场需求、

增发展后劲。

9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

知， 拟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

造医疗设备。 开源证券研报显示，

相关财政贴息贷款原则上对所有

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放

开， 每家医院贷款金额不低于

2000万元。 贷款使用方向包括诊

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

等各类医疗设备购置。 国家卫健委

原则上对项目申报不予干预，即报

即批， 由医院与指定银行自行协

商贷款方案。

据悉， 目前各省市积极响应政

策， 已开始进行使用财政贴息贷款

更新改造医疗设备需求的调查工

作。 据开源证券统计， 截至9月30

日，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已上报约

180亿元的设备采购需求， 医疗设

备领域全国贴息总规模有望达数千

亿元。 截至10月11日，各省市公开

的已落地贴息金额约为191.55亿

元。此外，江西省卫健委最新披露的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全省卫

生健康系统签约项目241个， 签约

贷款金额156.28亿元， 签约项目数

量和签约贷款金额均居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前列。

2021年7月， 国家发改委、国

家 卫 健 委 等 部 委 共 同 编 制 的

《“十四五”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强调，加快

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 提高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与保障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引入财政

贴息贷款支持医疗设备更新改造将

成为进一步推进医疗新基建的重要

一环。

采购需求有望快速释放

开源证券表示，本次贴息贷款使

用方向包括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

复、 科研转化等各类医疗设备购置，

覆盖高校、职业院校、医院、中小微企

业等九大领域，覆盖方向和领域较为

全面，涉及医疗设备生产制造的相关

上市公司有望在短期内受益。

开源证券建议重点关注三大方

向：可快速实现回款，采购符合医院

发展方向的高价值、 高营收的中大

型设备；符合等级医院提升需求，与

服务功能相匹配的相关设备； 顶级

三甲医院或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对超

高端设备采购的需求。 受益标的为

中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如超声、CT、

核磁、PET-CT等器械厂家； 监护

仪、 麻醉机等生命信息与支持设备

相关厂家；国产内镜优质企业；实验

室科研设备厂家等。

据悉，利好政策发布之后，各大

国产医疗器械厂商反应迅速， 相继

发布针对政府贴息支持医疗新基建

改造项目的整体解决方案。 据不完

全统计，仅IVD（体外诊断）企业就

有10余家。

迈瑞医疗10月10日披露的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 贴息贷

款将成为医疗设备采购的重要资金

来源。 截至目前， 全国已上报超过

2000亿元的医疗设备贷款需求，预

计和公司产品相关的贷款需求将超

过200亿元， 极大提升了业绩目标

达成的确定性。

中泰证券表示， 医院或倾向于

以贴息贷款满足中大型设备的采购

需求， 如高端医疗影像、 监护仪器

等，产品性能领先、品牌口碑力强的

头部国产企业有望率先迎来采购契

机。 未来1至2年，国内医疗设备采

购需求有望快速释放， 带动相关标

的业绩实现加速增长。 本次财政贴

息支持医疗设备采购政策是国内医

疗新基建的又一重要支撑， 有望激

发医院采购活力， 提高医疗设备国

产产品的使用率。

参观者驻足在智慧农业展区前。 本报记者 潘宇静 摄

视觉中国图片


